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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油田职工史昆：

尕斯湖畔采油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石 晶

国家建设，时刻需要能源。如今，在
高速发展的中国，吃、穿、用、行都离不开
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保障。为此，祖国西
部的柴达木盆地，有一群可爱可敬的石
油人默默地奉献着青春、奉献终身。

青海油田主要作业区平均海拔
3000 米，空气稀薄、冬长夏短、极度干
旱。除油田和部分采矿点，盆地中西部
基本是无人区。青海油田也因此成为
国内自然条件和工作环境最艰苦的油
田，由于长期的荒漠生活，造就了一批
肯吃苦、敢担当、善钻研的石油人，涌现
出许多坚韧不拔且出类拔萃的质朴
人物。

在花土沟尕斯油田见到的采油工
人史昆，身穿红色工服，说话时左手习
惯性搭在右腕上，黧黑的脸上表情不
多，两眼闪耀着坚定自信的目光。

潜心学习成专家

“当一名懂技术的采油工”，是史昆
的目标。1995 年史昆技校毕业后被分
配到青海油田采油一厂尕斯第一采油
作业区，从事采油工作。在采油工的岗
位上，他由一名普通的班组长成长为青
海油田采油技能专家。

从事采油工作 20 多年来，史昆在
工作中处处留心。白天上井时，他把井
上出现的情况、如何处理的都记在笔记
本上，晚上有时间就拿出来细心揣摩。

抽油机调整曲柄平衡操作和更换
闸门，是采油工必须现场操作的技术活
儿。为了掌握这一技能，史昆利用休息
时间反复苦练。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采
油一厂举行的技能比赛中，他夺得第一
名，并以操作得分最高分值刷新了采油
一厂抽油机调整曲柄平衡操作和更换
阀门的操作纪录。

为了管理好辖区内的油井，他潜心
研究，将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全部倾注
在加强油井精细化管理维护、延长油井
检泵周期系统工程上。

平日里，史昆一旦发现油井含蜡
高、出砂严重，油井断、卡、脱现象频繁
发生，他都会一口井一口井地查找原
因，摸索规律，改进生产工艺，并为每口
井建立翔实的井史资料档案，实施“一
井一法、一井一策”。

20多年来，史昆记录了上万个油井
生产运行参数，绘制出上百张井站工艺
流程图，练就了一身绝活儿。只要油井
出现问题，他通过“望、闻、听、摸”就能
找出问题的根源，并能迅速解决。如
今，拥有采油高级技师资格的史昆，被
同行赞誉为“油井神医”。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孩子
太能钻研创新了”，在敦煌基地工作、史
昆的第一位师父齐宪维，对爱徒有说不
完的夸赞，“1995 年史昆刚来采油一厂
工作时，瘦瘦小小的，冬季的晚上我们
经常要去管道抢险，每次他都冲在最前
面，工作非常认真，脏活、累活抢着干，

一闲下来就琢磨工地上出现的问题该
怎么解决，刻苦用心、为人诚实，作为师
父我很骄傲能有这样优秀的徒弟”。

危难时刻冲在前

站在尕斯油田高处眺望，采油机和
井塔沿着尕斯湖畔延伸至远方，仿若置
身于另一个星球。“天上无飞鸟，地上不
长草，风吹石头跑，氧气吸不饱”，这里
被称为“地球上的月球”，可想工作生活
在这里的人们是何等艰苦。在艰苦的
环境中长年累月“为油而战的奉献精
神”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走进柴达木盆
地，才知道什么是奉献。

数年前的一个冬夜，有一口地处边
远的油井管道被冻堵了。刚刚躺下的史
昆接到通知后，立即组织安排解堵所需
的热洗车上井解决。深夜，气温降至零
下 30摄氏度，寒风刺骨，严寒导致管线
冻堵严重，加之井位距离站区太远，只能
选择逐段顶线解堵。解决方案制定后，
史昆开始在车灯的照射下更换垫片。管
线里的混合液体瞬间将他的手套、衣裤
全部浸透。寒风中，工衣被冰冻得结结
实实，酷似古代战士身上穿戴的“盔甲”，
10 个手指被冻得钻心疼。可是史昆一
刻也没有停下来，匍匐在污油、污水里两
个多小时，更换了5次垫片。天亮时分，
解堵成功，史昆已经被冻得失去知觉，同
事把他背进了值班房。

油井在运转中会随时出现问题，但
不管山多高、坡多陡，都必须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解决。有一回，油井在热洗作
业中，井口突然传来刺耳的声音。瞬
间，井口周围的原油像雨点一样从空中
落下。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危险面前，
史昆毫不犹豫地提起一把管钳，冲进了
炙热的“油雨”中。他顶着刺漏形成的
高压，双手紧紧扳动阀门吃力地一圈一

圈地转动，几分钟后，刺漏渐渐减弱。
当刺耳的声音戛然而止时，他转过头吐
出嘴里的原油，然后瘫坐在地上。回到
站区，史昆脱掉了被油液浸透的工装，
拿来汽油清洗头和脸上的油污。回到
基地，再用洗衣粉继续清洗身体……

大胆创新解难题

在采油一厂厂长程长坤眼里，史昆
在工作上较真，遇到问题总是积极主动
解决。“他是把一件件平凡的小事干出了
不平凡。”程长坤说，史昆设计的工具非
常实用，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也正
是因为他的带头创新，使得我们这个作
业区的工人团结敬业，大家工作之余聚
在一起，常常交流心得、研究技术创新。

日常工作中的史昆善于观察琢
磨，只要是有可能突破的难题，他就
敢尝试；只要是有助于节能提效的点
子，他就会埋头和同事一起研究，努
力探寻破解之法。史昆独自设计的新
取样阀在第一次试验失败后，他索性
揣着样品上井场实验，第二次、第三
次……直到第六次，通过不断改进加

工，最终获得成功，新取样阀有效解决
了因冬季生产而困扰已久的难题。史
昆牵头发明的光杆扶正器、防偏磨装置
等一批首创工具，不仅实用，更为生产
助力生威。

史昆的名气和影响力逐渐大了，兄
弟单位来厂考察参观、学习借鉴的也多
了起来。去年 9月份，油田公司工会组
织了一场史昆职工技术创新工作室成
果推广会，一件件凝结智慧、精美实用
的发明工具得到了业内同行的广泛认
可和好评。

史昆说，创新的精髓在于分享，分
享就是学习、交流，开拓了眼界才能创
新。目前，油田公司成立了“史昆职工
技术创新工作室”，作为负责人的史昆
带领着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在尕斯油
田不断探索创新。

史昆是青海油田的一面旗帜，凝聚
着石油工人的朴素情感。他用实际行
动展现了石油工人自强不息的崇高品
格和与时俱进的时代风貌，用爱岗敬
业、勇于创新的劳模精神激励着大家。
在他身上，凝缩了石油人这个团体的精
神风貌。

私人健身教练袁鹏：

让更多人找到健身乐趣
本报记者 李盛丹歌

“别问我怎么练出来的腹肌，我告
诉他，只要坚持去做就会看到改变”“1
小时有氧，1小时器械，今晚继续控制饮
食”……这是袁鹏近几个月来每天打卡
的朋友圈状态，如今和朋友一起创业开
私人定制健身馆的他，开始了新一轮的
恢复性训练。

“我从小就爱运动，跑步、打篮
球、皮划艇我都很喜欢，但要说做健
身教练就不只是爱好那么简单了，更
多的是需要专业知识，做私教更多的
是给想要拥有健康生活方式的人提供

专业指导，让他们更高效地完成自己
的健身目标。正如当初给健身馆起名

‘Dream Fit’一样，我希望通过自
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让更多人达到健
康的身体状态，让健身变成一种生活
方式。”袁鹏说。

“办健身卡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
会去健身并且考虑请私教的人，另一类
是办完年卡却很少去健身的人。有数
据统计，2016 年全国健身俱乐部增长
率为 20.8%，达到 4425 家，会员数量增
长率为 21.3%，达到 663.38万人。但有

60%健身会员
在办卡的第二
个月因为各种
主观原因减少
或者不去健身
房 。”袁 鹏 说 ：

“很多人来办卡
健身前问的第
一个问题就是
我用多久能瘦
下来？他们把
健身的开始定
位在办了健身
卡，把健身的成

果寄托在了决定办卡的热情上，却忽略
了真正花时间锻炼健身。在没有人督
促和配合的情况下，坚持健身、健康健
身是很难完成的事，这也正是私人教练
存在的价值。在中国，人们对健身的观
念是‘金字塔’形的，身材好的、练得好
的人在顶端，但我认为正确的观念应该
是‘倒金字塔’形，先由少部分人通过健
身锻炼获得好的健康生活状态，带动更
多人参与其中。我无法改变大环境，就
先从小环境做起。”

正是看到健身市场和客户群的现
状，袁鹏下决心尝试新模式：没有年卡的
门槛，完全预约制，只提供1对1的私教
课程，会员在上课时间外也可以自由来
馆内有氧和器械锻炼。“这种模式的好处
是会员可以有更好的健身体验，也增强
了黏性。在私教的帮助督促下，更高效
且有针对性地达成健身目标。”袁鹏说：

“很多人对健身房私教存在误解，但不能
一概而论。主要原因是在年卡制的大型
健身房里，私人教练的收入是由销售、课
时费和底薪组成，其中销售占比最高，因
此教练往往把精力放在销售上，除了会
影响教学质量，也会推高教练的流动
性。另外，大型健身房需要先入会办年

卡，再购买私教课程就属于二次消费，给
会员造成强迫消费的感觉。”

显然，私人定制健身馆的定位比
一般连锁健身房更高端，每节课时费
也在 300元到 500元，一般购买课程也
都在 30 节以上。“刚开店的时候，来店
里‘考察’的人不少，什么年龄段的都
有，对我们的专业性、价格带着各种质
疑，这也是我们改变他们观念的好机
会。我们设置了体验课，通过专业的
分析和有针对性的指导，让他们真实
感受到私教的作用。”袁鹏表示：“更快
看到你改变的，可能是身边的人。我
的会员里有一些之前非常排斥私教，
但被身边人健身后的改变而改变，成
为我的会员。”

自 2015 年 12 月份开业至今，袁鹏
的私人定制健身馆已经有了将近 300
名会员，平均每个教练有固定 20 名会
员每周来锻炼，大概有60%的会员会在
一段课程结束后续课。“从不接受私教，
到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加入健身行列；从
我们监督会员健身，到会员主动要求上
课……看到每个会员的身体健康状态
越来越好，我觉得我正在凭借自己的努
力改变更多人。”袁鹏说。

“大家都叫他‘贝侬’，
看见他就高兴。”提起谢春
珏，广西百色念井村的村
民们赞不绝口。“贝侬”在
壮语里是“兄弟”的意思，
要找驻村民警谢春珏，到
留守儿童家、贫困户家、农
田里或者山路上寻，一准
能找到。

边民口中的村主任助
理谢春珏，现任百色边防
支队念井边防派出所念井
村警长。2016 年获广西
公安边防总队“爱民固边”
先进个人，被那坡县评为

“十佳政法干警”。
黑夜的大山里，3 盏

挂在竹竿上的蓄电池灯亮
闪闪的，格外显眼，灯下有
处砖瓦房和用木条钉制的
鸡棚。这是念井村弄坛屯
壮 族 青 年 何 国 光 的 养
鸡场。

“自从认识小谢，凡遇
到急事、难事，都会第一时
间想到他。”村民何国光
说。何国光一个人支撑起
了母亲、妻子以及三个孩
子的生活，家庭开支全部
靠几亩薄田和打零工的收
入来维持，生活十分困难。

了解情况后，谢春珏
建议何国光养殖土鸡，增
加家庭收入，并主动为他
提供人力和财力帮助。经
过一个月的努力，在谢春珏帮助下，何国光在山脚旁的自家
地里搭起了鸡棚，建起了简易房，平整了石子路，购买了100
余只小鸡开始养殖。同时，谢春珏还协助何国光通过互联网
以及实地请教养殖技术人员，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了养殖技
术。3 个月后，何国光卖出了第一批成鸡，净利润近 5000
元。如今，鸡棚里的200只鸡快要出售了，脸上挂满笑容的
何国光说：“这就是我的‘贝侬’，真的谢谢他。”

“这是成绩单，我有信心参加今年高考。”家住念井村吞
达屯的村民陆玉芳拉着下乡走访的谢春珏，笑盈盈地展示
自己的期末考试成绩。

原来，谢春珏在驻村入户走访中，了解到陆进英的女儿
陆玉芳因没有户口和身份证，学习成绩不错的陆玉芳将不
能报名参加高考，这让全家人心急难安。原来，陆玉芳是在
家里出生的，因为没有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因此没能报上
户口，十几年过去了，全家人也没觉得这是个事。眼看就到
了高考报名时间，谢春珏抓紧一切时间到村委会和驻地职
能部门走访收集材料。

历经十余天的奔波，谢春珏终于为陆玉芳解决了户口
和身份证问题。拿到身份证明的陆玉芳眼含热泪：“谢谢叔
叔，我一定努力考上大学。”

“看到他，心就安。”这是念井村弄兰屯村民谭桂花的心
里话。谭桂花从小被拐卖到广东，原在念井村的户口早被
注销，她的“黑户”身份已经有50多年了。眼下正在办理困
难补助的谭桂花，因为没有正式户口不能办。为了解决她
的燃眉之急，谢春珏前后 10余次往返于弄兰屯、县公安局
之间，最终给谭桂花上了户口。

念井村是百色边防辖区闻名的“平安和谐”村。近年
来，为打造无刑事案件、无治安案件的“两无”村屯，谢春珏
帮助组建了村治保会、治安联防巡逻队、帮教小组等，采取

“护村一体、邻里守望”的网格化防范措施，发挥群防群治力
量，强化村里的管控工作。“现在，我们村矛盾纠纷少、小偷
小摸少，群众主动参与治安管理，民风勤劳淳朴，这些主要
归功于小谢，他是我们的‘贝侬’。”念井村主任农荣誉说。

念井边防辖区位于西南边陲，群山环绕，平均海拔800
余米，常年缺水，土地贫瘠，交通不便。

旧村坡蕊屯距离念井边防派出所约40分钟车程，谢春
珏的结对帮扶对象杨志彬就住在这里。“小谢帮助照顾志彬，
减轻了我们很大的负担，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他。”杨秀勤是杨
志彬的姑姑，每每提起谢春珏她的泪水就在眼眶里打转。

今年9岁的杨志彬，母亲生下他后就离家出走了，父亲
也于 2015年因病去世，如今与姑姑杨秀勤生活。但是，杨
秀勤育有两个孩子，家庭生活比较困难。谢春珏了解情况
后，主动当起杨志彬的“警察爸爸”，给予他亲人的关爱。

两年来，杨志彬在谢春珏帮扶下，逐渐从失去父亲的阴
霾中走出来，成长为活泼健康、学习优秀的孩子。“长大后我
也当兵，像谢叔叔一样。”杨志彬每提及理想时都这么说。

事实上，杨志彬只是谢春珏的第 5个“孩子”。4年来，
谢春珏从帮扶念井村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冯德聪开始，到
2015年送往云南丽江民族孤儿学校就读的农彩妮、农荣国
姐弟俩，再到如今的困难孤儿杨志彬，谢春珏热心为民的举
动已深入到边民群众的心里。

2016 年以来，谢春珏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200 多人
次，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110多件次，与辖区4名困
难儿童、两名残疾人、1名孤寡老人结成帮扶对子，定期
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捐款捐物合计 10000 余
元，协调100%纳入政府救助体系，最大限度地解决了困
难群众的生活问题。

广
西
百
色
念
井
村
驻
村
民
警
谢
春
珏
：

壮
族
边
民
的
好
﹃
贝
侬
﹄

本
报
记
者

周
骁
骏

童

政

通
讯
员

付
庆
民

本版编辑 许跃芝 梁剑箫

袁鹏

（左）正

在辅导

学员锻

炼。

李盛丹

歌摄

谢春珏（右）为帮扶对象辅导功课。 （资料图片）

上图 史昆（中）和同事们在采油作业区巡井。

右图 青海油田采油一场尕斯第一采油作业区，史昆（左）在钻

井平台上跟同事张占玉检查抽油机。 石 晶摄

史 昆

（右）和同事

在作业区录

取井口压力

值。

石 晶摄


